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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尴尬
“85后”农场主玩转直播

从对农业一无所知到实现从对农业一无所知到实现““草莓自由草莓自由”，“”，“8585后后””农场主王书玲没有农场主王书玲没有
想到想到，，本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自己本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自己，，会返乡创业会返乡创业，，在泥土里扎根多年在泥土里扎根多年。。

作为作为““新农人新农人”，”，她敢想敢干她敢想敢干，，不仅走出一条草莓特色种植路不仅走出一条草莓特色种植路，，还玩还玩
转了直播销售转了直播销售——

进入春季，献县振良家庭
农场的枣园里，人们忙碌的脚
步没停下过。这边忙着解除嫁
接膜，那边拿着酸枣苗蘸生根
剂，确保成活率。

“春节后俺们就没闲着，
初五初六就陆续有外地客商
和本地种植户来考察、订
苗。”农场负责人章振良一边
拿着精心剪下来的接穗，一边
喜滋滋地说道：“这不，进了
3月份俺们一直忙着取接穗、
发枣苗，卖100元一棵都供不
应求。看来今年咱这酸枣育苗
产业的收成又不差。”

章振良说，他研究酸枣已
有 10多个年头。农场 40多亩
的枣园里，单是酸枣品种，就
种了十五六种。2020年，与
市农科院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后，他还相继培育出几个酸枣
新品种。其中，“尹棘 1号”，
也就是章振良口中的“振良 4号”，作为高
产优质新品种，已取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

为啥章振良中意这满是棘刺、口感颇酸
的小酸枣？

“别人种枣都要肉，俺们却中意这枣核。
酸枣核里的枣仁药用价值高，在中医药治疗
中应用广泛。而且咱光要核，也不怕收获期
碰上连阴雨天气，种植收益有保障。”章振良
说，酸枣种植成本低，耐盐碱、耐旱涝、耐
瘠薄，管理过程简单粗放，一年只需要浇两
水，可当年挂果，三至四年进入丰果期，经
济效益好，适合大面积推广。

这几年，经过矮化密植、合理修剪及施
肥等科学种植，农场种植的酸枣个大、籽粒
饱满、出仁率高、药效高。据测算，“振良
4号”酸枣仁百粒重约10.6克，是普通酸枣
仁的3倍左右，药效提升1倍以上。

“盛果期可亩产酸枣仁75公斤，是普通
酸枣仁产量的 3倍多。”按当前市场行情，
每公斤酸枣仁最低都能卖到500元，亩产值
可达3万元。别看这一颗颗小酸枣，却让章
振良“甜蜜”致富。

广泛选种、多年观察、筛选优种、连年
扩繁……钟情酸枣种植，章振良干劲儿十
足。去年秋天，在市、县科技部门和农科院
专家的帮助下，他还成立了沧州振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计划以此为依托，申报省级星
创天地，努力培育更多酸枣新品种，为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

除了挖掘酸枣仁的药用价值，章振良还
别出心裁研究起文玩酸枣，开辟酸枣产业多
面发展路。

今年，献县科技工信和商务局还计划加
大对酸枣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对种植户的
指导和培训，争取让更多农民参与到酸枣产
业中，让一棵棵酸枣树成为“甜蜜致富”的
生力军，努力打响“振良酸枣”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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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清晨，熟悉的闹
铃声如约响起，摁下闹铃，王书
玲转身便利落起床。此时，时针
刚刚指向6点。

简单收拾后，她走出家门。
乍暖还寒，她习惯性地裹紧衣
帽。发动汽车，直奔港沣家庭农
场。

驱车半个小时，到达农场
时，天才蒙蒙亮。工人们还未来
到，她却已迈开脚步，早早开始
自己的工作。

“这个棚的草莓今天可以摘
了。”“那个棚空了需要清一
清。”在大棚间穿来穿去，一天

的活计便记在了她的心头。等到
七点半工人们纷纷来到，采摘草
莓、安排出货……忙碌中时光过
得飞快。

早出，王书玲早已习惯。晚
归，更是家常便饭，晚上八九点
钟摸着漆黑夜路返家的情况，在
收获期再平常不过了。

遇到恶劣天气，她甚至还要驻
守在农场，全力保障作物的安全。

去年冬季的一个深夜，知道
当天夜里要下霜，王书玲打消了
回家的念头。半夜 12点多，她
顶着严寒来到草莓大棚，点上炭
火，靠烟熏为草莓苗子保暖。点

好后，棚内烟气缭绕，人待不
住。她就在棚外守着，直到2点
多家人来接班。就这么倒替着，
有时要一连几天都起夜守卫这一
株株草莓苗子免遭冻害。严寒天
气来袭时，这种情况对她来说是
家常便饭。

忙碌的间隙，王书玲也会思
绪纷飞，偶尔还会想起前些年坐
在办公室里的清闲时光。“和朋
友逛逛街、聊聊天，日子是真轻
松。”再看看现在满是泥土的鞋
子、裤子，时髦女装和高跟鞋早
已和她无缘。

有时，她心里也在想：“年

纪轻轻的，非得受这罪干吗呢？”
迟疑过后，却是更加坚定的

内心。
“俺一定要干出个头，让大

家看看，种地也是富民产业。”
如今，管理经验丰富了，种

植上如鱼得水，吃过的苦统统化
作了动力伴着她继续前行。种下
草莓的同时，要在这大田中，让
果实常丰，带着来打工的农民们
一起奔富路。

近日，黄骅市羊三木回族乡刘
皮庄村“两委”办公室内，115户
村民与“田保姆”渤海新区金丰公
社有序签约，1500余亩土地将实现
全过程生产服务托管，寻求更多增
值空间。

今年 61岁的常洪新，是刘皮
庄村一名普通村民，她的孩子长年

在外打工，老伴腿脚不好，不能下
地劳动，家里的 25亩地种起来十
分吃力。得知金丰公社要在村里推
广土地托管服务试点时，她第一个
报了名。在刘皮庄村，像常洪新这
样的留守老人不少，种地难是困扰
他们的普遍问题。如今，将土地托
管，坐等收益分红，已成为当地农

户的首选。
“我们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

打造现代化农业服务平台，坚持
‘党建引领，双社合作，壮大集体
经济’模式，通过组建专业服务团
队，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实现每亩
地多打 200 斤、多收 200 元的目
标。”金丰公社负责人王长松介绍。

众所周知，盐碱地瘠薄，农户
自己管理，增收尚且不易，为何金
丰公社有这样的信心？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
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在管理中，
我们实行‘6+1’模式，即通过良
种、良肥、良药、良机、良法、良
策的落地，由小社长驻村，用机械
化代替人工作业，将种植流程标准
化，实现增产增收，满足农户不下
地、产量高、卖高价的服务需
求。”王长松说道。

原来，早在成立金丰公社前，
王长松就有多年的农资管理经验。
多年来，他没少接到农户求助，不

少都是因轻听轻信而购买不适合本
地的种肥的。

“别看不少人种了一辈子地，
却不知道怎样科学种地。就拿良种
来说，我们选用的都是适合本地的
审定品种。根据周边养殖需求，还
能发展青贮种植，订单回收。在种
植中，我们还要进行盐碱地改良，
来提升地力，提高产量。”看来，
金丰公社已将如何种好粮的经济账
算了多番。

“把农田托管出去，我们就当
‘甩手掌柜’的了。不用出钱买农
资，不用操心打理，还不耽误在外
挣钱。把种田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去干，收获还比平时要多，到手的
收入不少，非常划算。”在外打工
的刘皮庄村民王玉民同样算了笔经
济账。

在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帮助
农户增产增收的同时，金丰公社还
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机械化
的小社长服务队。小社长通过驻村

做托管，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帮着农民赚，成了村里最有面
子的人。

“做小社长之前，俺就是一名
普通农民。来到金丰公社后，‘上
边’给俺配机械、教技术，学到了
新的种植理念和方法，种好地的劲
头更足了！”担任了小社长，准备
大显身手的村民李建港高兴地说。

签约现场，村民们有的认真咨
询托管的相关问题，有的畅谈以后
的新生活，处处洋溢着新气象。为
全力保障土地托管资金需求，当地
青隆村镇银行还现场为全村土地托
管提供了资金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加班加点开
始春耕细作，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
回来，等到 5 月初开始种春播玉
米，实施我们的高产种植方案。”
王长松说，眼下，金丰公社正在与
黄骅市几个村庄洽谈土地托管业
务，计划将托管规模扩展到 5000
余亩。

当前正值加强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
期。任丘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到北
汉乡荣录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小麦春季肥
水管理“田间日”活动，指导农民和新型
经营主体结合小麦生长进程，因地因苗加
强管理，为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张亚茹 张梦鹤 摄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田俊荣）
近日，东光县找王镇再次掀起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热潮，各村组织人力、机械对残垣断
壁、主次干道、胡同、坑塘、沟渠进行再清
理，确保全镇人居面貌大提升。

在找王镇杨卷毛村，街道整洁、不见垃
圾，有碍村貌的断壁残垣等也被悉数清理。

“我们坚持干部带动、党员带头，鼓励群众
发挥主体作用，对房前屋后、自家庭院进行
大扫除，村里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杨卷毛
村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抓好村容村貌、户容户貌提
升，找王镇各村全面排查摸底，建立清单台
账，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主体责任及“门前
三包”措施，定人员、定区域、定责任，实
现管护条块结合、横纵相间，无死角、无盲
区。镇执法队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随地倾倒
垃圾现象严肃处理，确保清理成效显著持
久。与此同时，全镇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和黑
臭水体大清理大整治集中攻坚行动，做到黑
臭水体动态随清。

截至目前，找王镇共出动人员 1402人
次，出动垃圾运输车102台，清理断壁残垣
20处、小广告53处，清运垃圾1340吨。

东光找王镇：

环境卫环境卫生常整治生常整治
人居面人居面貌再提升貌再提升

土地托给专业队土地托给专业队土地托给专业队 农户解绑更增收农户解绑更增收农户解绑更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刘耐岗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支上直播架，调整手机角度，打开视
频平台，临近中午 11点，王书玲又准时
开播了：“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位于吴桥的草莓采摘园，希望大家为
我停留一下，有时间可以来我的草莓
大棚玩。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谢谢
大家……”伴随着欢快的背景音乐，她
努力调动着气氛。

镜头里，王书玲笑容满面、语速流
利，和手机对面的网友互动，就如同跟朋
友聊天般亲切。

王书玲是吴桥县杨家寺乡港沣家庭农
场的“当家人”。农场占地 130余亩，建
有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区、大棚蔬菜采摘
区、果树采摘区、家畜养殖区及一系列配
套服务设施，是当地有名的集观光、采
摘、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眼下，
正是草莓成熟的旺季，硕大的草莓棚，成
了王书玲的“直播间”，一垄垄诱人的草
莓，就是她要推介的商品。

“去年 8月，俺开始尝试视频直播，
一开始是几天播一场。今年，俺想挑战一
下自我，就每天播一场或两场，每场1个
多小时。播得越勤，直播间的人气就越
旺，采摘园的知名度才能不断扩展。所以
俺现在面对镜头，就跟照镜子一样。”她
打趣道。

直播间里，王书玲鲜有冷场、停顿的
情况，和网友们互动更是游刃有余。可谁
能想到，妙语连珠的王书玲，平日里面对
陌生人，话却不多。

“上来如果不会调动气氛，直播间就
留不住人。”这一点，她经验丰富。毕竟
刚开始直播时，总是在她介绍着，观看人
数就从十几掉到了1。

这对心理承受能力是个不小的考验。
饶是如此，王书玲还是克服尴尬，逼

着自己面对镜头。有时间，就“蹲”到大
主播的直播间“偷师”，看看人家怎样调
动气氛，和网友互动。鼓起勇气，她还主
动邀请朋友来观看直播，征询意见。在直
播内容上，更是没少花心思。平日里，勤
拍草莓管理视频“刷”存在感。直播时，
定位同城好友，热心介绍草莓品种、种植
技术、采摘要点……慢慢地，玩转直播，
粉丝越来越多，直播间的人气也水涨船
高。

“现在，不少德州、吴桥的人刷到直
播，知道咱这儿草莓好吃，专门开车过来
采摘呢。”尝到了“甜头”，最近王书玲还
在招聘短视频拍摄、辅助直播的工人，计
划将网络直播进行到底。

斜杠青年
土木女跨界特色种植

1986 年出生的王书玲，身
上妥妥带着“80后”的创新精
神。从种植户到直播达人，并不
是她第一次转型跨界了。

捻起一株草莓苗，王书玲能
从水肥管理讲到病虫害防治，一
连串讲上几十分钟。可谁能想
到，这样熟识农业知识的她，大
学时学的却是土木工程。

“近些年，国家惠农政策越
来越多。2016年，看中农业发
展的好形势，俺家里流转了 20
多亩土地，发展设施种植。”本
来只是试水，没想到“小集越赶
越大”，随着管理人才的紧缺，
2017年，在德州市一家建筑事
务所担任造价师的王书玲，被紧
急召回园区，从此便扎根地头。

“刚开始可以说是‘被迫返
乡’，一开始也没做好思想准
备。”从干净利落的办公室到满
是泥土的地头，从朝九晚五到点
上下班到抢时农管，虽然回到园
区也是身居管理岗位，但王书玲
还是深刻感受到了农业的不同。

“原来，俺就以为回到园区
是管好工人，给他们分配好活计
后，看着他们干活就行。谁知
道，不光工人不好招，就连俺分
配好的工作，有时候也完成得不

理想。”没办法，十几岁就早早
脱离土地外出上学的她，又亲力
亲为学起农业技术。

边学习，边创新。先期种植
高架草莓，管理技术不成熟，不
光果实产量不行，口感也欠佳。
尝试着种牛奶草莓，没想到又遇
到了死株的问题。王书玲没有放
弃，仔细观察，发现虽然只种了
三四行的“隋珠”草莓却非常受
欢迎，游客都反映太好吃了。她
敏锐抓住这一市场空档，大面积
扩种，这两年，还专门新建了四
亩地大棚种植“隋珠”。

由于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和吴
桥县交界处，农场地理位置优
越。瞄准休闲农业，除了发展草
莓种植，王书玲还引种了葡萄、
红心火龙果、油桃、樱桃等多种
特色水果，将采摘期贯穿全年。

为了让大家吃上放心水果，
以打造健康绿色的食品为宗旨，
王书玲还创新使用统一绿色标准
来种植管理。

“俺这儿上市的果品都做农
残检测，检测合格后才上市。管
理员实时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追溯平台录入种植生产档案信
息，生成二维码，让每个果品都
带上身份证。”

只为证明
种地也是富民产业

王书玲王书玲王书玲：：：
相遇土地很相遇土地很相遇土地很“““莓莓莓”””好好好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